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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所谓的合理耕作制度
,

就是要符 合 自然与经济两个规律
,

实现农作物全面持续

高产
、

稳产
、

低成本为 目标的一整套农业技术体系
。

也就是说
,

要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

统一起来
,

要在保护环境资源前提 下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资源
。

只有建立了防止生态恶

化的耕作制度
,

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
。

就我国发展农业的战略来看
,

也是要

求充分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
,

求得最高转化效率
,

取得最大经济效益
,

因地制宜走出一条

消耗少
、

收益大
,

有利环境生态保护
,

人 民又能得到实惠的农业现代化道路
。

在四川丘

陵 区 坡 耕地上的耕作制度
,

如果无益于生态保护
,

破坏 了水土保持
,

即使再高的经济

效益
,

也是不足取的
。

可以说在丘陵早地上
,

能减轻或制止水土流失
,

就成为衡量耕作

制度的合理程度及其生命力 的重要指标
。

四川
_

丘陵旱地的特点

四川的种植业生产
,

90 % 集中在盆地
。

一亿亩耕地中
,

丘陵地区 占 6 2
。

5 %
,

却生产

了占全省粮食和经济作物总产量的近 80 %
,

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区之一
。

相对说来
,

这里

的光
、

热
、

水资源均较丰沛
,

盆地太阳总辐射量 80 一 10 0千卡 /平方厘米
,

全年 日照时数

1
,

20 0一 1 , 4 00小时
,

5 一 9 月 占50 %以上
。

年平均气温 1 6
“

一 18 ℃ ,

妻 10 ℃ 的积温 也 有

5
,

00 0一 6
,

0 00 ℃
。

无霜期 2 80 一 3 20 天
,

作物一年四季均能生长
。

年 降 水 1
.

0 00 毫 米 左

右
,

5 一 9 月 占70 一 80 %
。

这些气候资源
,

年内连种二熟作物有余
,

因此丘陵旱地 60 %

以上发展到间套复种三熟制
。

盆地内坡耕地 3
,

00 0万亩
,

丘陵相对高度 2 00 米 以下
,

与山

地比较
,

海拔不高
,

地势向阳
,

上下温差不大
。

山谷风小
,

耕作与运输不太困难
;
若与

坝地比较
,

壤性土居多
,

无地下水位过高的湿害
。

土壤多为中性
,

耕性与通 透 性 均 较

好
,

宜种多种作物
,

适合多种组合的几熟制
。

除了这些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外
,

盆地农

民有长期精细耕作的传统生产经验
,

掌握了一套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生产技术
,

使多熟种

植和集约栽培能普遍而深入地推广
。

尽管在天时
、

地力
、

人和三方面均有利于农业生产
,

但制约旱地生产潜力发挥的因

素仍普遍存在
。

从地形
、

地势来看
,

丘陵坡度大
,

63 %耕地都在 10
。

以上
,

其 中有 1 / 4在

25
。

以 上
,

且坡面较大
,

暴雨后易形成径流侵蚀
。

据测
, 1 0

“

坡耕地每亩年冲走表土平均

即达 4 立方米
,

尽管泥页岩风化成土快
,

也难以弥补土壤流失量
。

从土壤结构来看
,

主



要系页岩母质物理风化堆积物
,

从丘顶到坡脚
,

矿质颗粒由粗到细
,

砾石与沙粒含量递

减
。

由于侵蚀等原因
,

胶体少
,

结构差
,

有机质贫乏
,

保水力不强
,

抗早防冲能力弱
。

从降水规律看
,

主要是分配不均
, 7 一 8 月常年出现 20 天以上少于 35 毫米的伏早

,

日降

水 ) 50 毫米的时段 75 %也集中在 6一 8 月 内
,

并常出现 日降水 10 0毫米以上的历时短
、

强

度大的暴雨
。

嘉陵江最高泥沙携带量多达 7 8
.

3公斤 /立方米
,

这就要求这段期间坡 耕 地

上有作物覆被
,

以减缓地表径流
,

减少土壤流失
。

丘陵早地这些独具的环境特点
,

对种

植业提出了必须用其利而治其害的特殊要求
,

耕作制度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土资源的妥

善保护与充分合理利用上
。

丘陵旱地三熟制与水土保持

四川丘陵早地三熟制
,

是在豌豆— 甘薯
、

小麦
·

— 甘薯
、

小麦
·

— 甘薯为主间夏

玉米等清种两熟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
,

是三熟作物用套种方式组成的复合群体
,

是作物

种植在时间
、

空间上的集约化
。

由于它能充分利用光能
、

地力
,

趋利避害
,

用养结合
,

增产稳产
,

并具生态和经济两个效益
,

因而受到农民群众欢迎
。

(一 ) 旱地三熟耕作制的具体作法

早地三熟是将平作冬小麦改为带状种植形式
,

播种时预留下空带
,

种植 绿 肥 饲 料

(或蔬菜 )
。

次年 3 月下旬刘割绿肥后
,

整地套播 1一 2 行春玉米
,

与刁啧共生 40 一 45

天
。

小麦收后翻耕作垄于玉米宽行正中
, 5 月中下旬套栽双行错窝甘薯

,

与玉米共生 60

天左右
。

玉米收后的带茬
, 8月末抢播一季短期绿肥 (蔬菜 ) 与甘薯间种

,

生 长 期 60

天
,

10 月末收去短期蔬菜
,

立即套种冬小麦
,

即为一个分带轮作周期
。

其带型 以 1
.

5一 2

米中带距
,

各 0
.

7一 1 米的对等带比为佳
。

这又称之为
“ 三粮两肥

”
间套复种轮作制

。

(二 ) 旱地三熟耕作制保持水土的意义

1
、

充分利用 气候资源
。

增加光合面积与延长光合时间
,

是旱地三熟制在空间利用

上的两个特点
,

它表现在充分利用生长季节
、

延长覆盖时间和减少农耗上
。

若按各作物生

育期计
,

小麦 17 6一 18 3天
,

甘薯 1 7 1一 1 74 天
,

玉米 1

一
1 22 天 ;

若要进行单作
,

则总需

4 56 一 4 79 天
,

全年尚差 91 一 1扭天
。

但采用前作未收套种后作的带状种植型式的复 种
,

则能使全年时间不断利用
,

小麦收时玉米叶面积系数为 1 左右
,

玉米收时甘 薯 已 经 封

垄
,

叶面积系数亦可达 1左右
,

使前后作衔接之间的农耗时间减少
,

地面覆 盖 面 积 增

大
,

时间加长
,

各作物交替出现 (小麦 3 一 4 月
,

玉米 5 一 7 月
,

甘薯 8 一 10 月 ) 生长

旺盛期
。

早地三熟制又一特点是高低秆结合
,

多层次结构的作物组合
。

小麦
、

玉米
、

甘薯三

种粮食和二种绿肥作物组成为间套复合式群体后
,

成为一个高低秆结合
,

直立与甸甸结

合的立体结构
。

它们之间存在群体内与群体间的竞争与互补
,

是在各单项作物群体不减

(玉米
、

甘薯相当于清种密度 )
,

只改等行为宽窄行种植
,

或减少 (小麦基本苗相当于

清种的 2 / 3) 的情况下进行复合的
,

实质上不同株型作物组成不同种植型式 (宽窄 行 )

后
,

是增大 了总的绿 叶面积
,

特别是小麦带间 (玉米前带茬 ) 间作了绿肥 (蚕豆
、

山黛
-

豆
、

箭舌豌豆等 )
,

玉米株间间种 了大豆 (菜豆
、

绿豆等 )
、

甘薯带间 ( 玉 米 的 后 带



茬 )间种了秋肥 (秋菜 )
,

更使全年同地内处于条带式的作物覆盖
,

光
、

热
、

水
、

气资

源的利用更为充分合理
,

水土资源的保护 也更为全面扎实
。

2
、

防避 自然灾害
:

( 均 伏早出现规律与早地三熟避灾意义
。

早地三熟主要是在两熟制基础上
,

增加

了一熟高产作物玉米
,

也叫做以玉米为中心的三熟制
。

小麦带作主要是为了给夏播玉米

改为春播创造条件
,

使玉米得以错开扬花期的高温
、

伏早
,

实现高产稳产
。

四川 7 月平

均温度即达 2 8
“

一 30 ℃ ,

连续 20 天降雨少于35 毫米
,

并伴随高温出现
,

极端高温达 3 8
。

一

1 2
“

℃
,

伏旱频率 50 一 8 0 %
,

随地域而不等
。

这类干旱对夏玉米与甘薯均为不利
。

夏 玉

米由于迟播
,

遇这类卡脖子早的受灾机率竟高达 10 年 6 遇以上
,

而春播王米受灾机率最

多不过 10 年 1 遇
。

即使 同为不受灾的情况下
,

春播玉米由于温
、

光
、

水适宜
,

营养生长

期加长
,

能获得较高产量
,

较夏播玉米增产 30 一 40 环 ; 遇 灾 情况下
,

增产更是明显
。

这是早地兰熟制为玉米提供最适播期和培肥茬口
,

才能收到增产稳产之效的
。

因此
,

在

四川盆地出现伏早越重
,

则春播玉米面积越大
,

早地三熟作为趋利避害的骨干耕作制度

也越是为群众所欢迎
。

( 2 ) 暴雨出现规律与早地三熟防暴意义
。

四川盆地 2 4小时内 ) 50 毫米的降雨 日数

都在 3 天以上
,

暴雨季节在 6 一 8 月
,

其中以 7 月为甚
, 8 月次之

。

这两月 占总暴雨 日

数 7 5% 以上
,

其中还有 0
.

5一 1 天的特大暴雨 ( 1 0 0毫米 /日以上 )
。

暴雨阶段亦为 四 川

盆地伏早阶段
。

此时
,

两熟制的夏玉米
,

正值抽雄扬花阶段
,

叶片卷缩
,

主秆萎蔫
;
甘

薯则刚刚进入分枝期即遇上干早
,

地上无遮荫
,

地下水分蒸发损失大
,

处于停止生长阶

段
,

迟迟不能封垄
。

暴雨季节正值作物覆盖上的薄弱环节时期
,

土壤大部裸露
,

暴雨雨

滴对土壤的直接冲击
,

将 圆弧形薯垄冲洗成三角形
,

粗沙填平垄沟
,

细粒胶 体 随 水 流

失
,

仅仅在有薯叶覆盖部分受到保护
。

实行早地三熟间套复种
,

玉米播 期 提 早 40 一 45

天
,

不仅多得积温
,

而且把需水量最多的抽雄前后关键时期
,

安排在最能满足玉米生物

学特征需要
,

而光
、

热
、

水条件又最充足的季节
,

及早进入最大叶面积阶段
。

这样
,

既

为甘薯套栽后缓苗期遮荫保湿
,

使之在有利的湿度条件下进入分枝期
,

又能在伏旱到来

时
,

叶片能够封垄
。

玉米与甘薯叶片的立体交错覆盖
,

便有效地防止了暴雨对土壤的直

接打击
,

减轻或避免了侵蚀
。

3
、

合理耕作伦作
。

多熟种植在不断耕作下
,

与林地和草地 比较
,

其冲刷量要高出

几十倍或上百倍
。

这就要在实行多熟间套复种种植制度的同时
,

相应地跟上一整套土壤

耕作制度
,

才能把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结合起来
。

( 1) 横坡条带种植
。

与坡度成垂直的横坡条带种植
,

主要是随地形水路
、

沿等高

线随弯就弯或先用开沟切短坡长之后再成斜线种植 (但应保持带距相等
,

以便轮茬 )
·

以改地表水顺坡直流为横坡缓流
,
减少水土流失

。

( 2 ) 起垄栽培
。

通常带距内为了排水拦土和作物培土垒厢的需要
,

每季均留有深

浅不同的垄沟和厢 (畦 ) 沟
,

如玉米培土垒兜时留下的畦沟
,

甘薯作垄埂后 留 下 的 垄

沟
,

对玉米来说有防倒
、

防早与保土停水的作用
,

对甘薯来说有垒土
、

增厚
、

防早
、

排

水
、

防涝和停沙
、

保水
、

保土等作用
。

( 3 ) 分带轮作轮耕
。

间套作的多熟种植
,

无论用人力或畜力耕作
,

都只能在一个



种植带上进行
,

即在 1
.

5一 2 米复合带距内
,

每季只轮流耕翻 1 / 2 ( 0
.

7一 1 米 )
,

其 余

1 / 2 多错开在另一季节进行
,

如 甲带翻耕时间为 10 月 (麦 )
、

5 月 (薯 )
、

n 月 (肥 )
,

而乙带翻耕时间则在 3 月下旬 (玉米 )
、

8 月下旬 (肥 )
,

10 月再轮作小麦
,

两带刚好

错开
,

既调节了劳力
、

畜力
、

肥料和茬 口季节矛盾
,

又起到一个分带含蓄雨水
,

分带挡

土
、

固土的效果
。

4
、

适当少耕
。

主要有
:

传统的免耕播种
。

在四川丘陵早地缺少灌溉的条件下
,

爱护墒情和爱护土壤一样重

要
。

为使播种作物达到全苗
,

对于种子膨大需水量大的 豆科作物 (蚕豆
、

大豆
、

花生 ) 或

移栽作物 (栽玉米苗
、

高粱苗等 )
,

多在前作收后
,

免耕板地播种 (插播或穴播 )
,

以

免地下水分损失
,

同时也结合覆土和补充水分
,

直至出苗或成活后
,

根系旺盛时
,

再进

行深中耕灭茬
,

群众这类免耕
、

保土
、

防早经验
,

也多用在早地三熟的栽培耕作措施之

中
。

隔年薯垄栽培
。

一般用于豌豆与甘薯两熟制
,

现 已开始用于豌豆一花生一甘薯三熟

制
。

即豌豆在犁沟播种后
,

作成垄形
,

为次年甘薯免耕作准备
。

豌豆在薯垄生长
,

能覆

盖保水
,

豌豆收后免耕栽插甘薯秧
。

由于经历寒冬半年时间
,

垄上面土结皮形成一个覆

盖层
,

加上甘薯早栽早覆盖
,

最终使隔年薯垄
,

比当年整地作垄
、

无表层覆盖的薯垄冲

刷减轻 68 %
。

旱地三熟再加免耕的保土效果
。

我们作 了同为三熟的免耕研究
,

即小麦与蚕豆
、

绿肥

均板地挖穴直接播种
,

玉米亦在绿肥后板地播种
,

只甘薯为板地不去麦茬
,

只作沟垒土

成垄
,

即为免耕处理
。

另外则以季季翻耕播种作对照
,

其他农艺措施全相同
。

从 6 月 1

日至 9 月 13 日间
,

共经历 了日降水 ) 50 毫米的暴雨四次
,

共降水23 8毫米
, 50 毫米以 下 25

毫米以上的降雨 5 次
,

共降水 156 毫米
。

经过挡水作池沉沙分别测定
,

在一定小区面积内
,

几次暴雨后径流所带走的泥沙量
,

全耕早地三熟 (三粮二肥
,

下同 ) 每亩流失泥沙量为

1
,

27 6斤 (风干重
,

下同 )
,

免耕早地三熟每亩流失泥沙量为 8 55 斤
,

即免耕比全耕每亩

少流失泥沙 4 21 斤
,

减轻冲刷 3 2
。

99 %
。

但旱地三熟的三粮二肥覆盖下的正常耕作法
,

土

壤流失量每亩才 0
.

64 吨
,

已远比二熟制时低得多 了
。

花生纳入早地多熟种植
。

对于丘陵中上部痔薄地
,

在水土肥条件较差的情况下
,
已用

花生置换玉米而成小麦一花生一甘薯三熟
,

由于省肥
、

保土
、

产值高
,

很受群众欢迎
。

原有的二熟制
,

如小麦一甘薯
、

豌豆一甘薯
,

为了减少农耗
,

减少冲刷侵蚀
,

经我们研

究
,

改为小麦间豌豆分带种植
,

豌豆收青免耕插播花生
,

小麦收后仍作垄栽甘薯
,

即成

为麦
、

豆
、

花生
、

甘薯带状间套复种多熟制
。

它能实现轮作
、

少拼
、

增收
、

保水
、

护土

等多功能的生态经济效益
,

现正在扩大示范中
。


